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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5_E5_B9_

B4_E4_BA_BA_c37_645088.htm 日前，《东莞市人力资源事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下简称《规划》）出台。《规划》

指出，“十二五”期间，东莞将重点要做好人才引进、培养

和使用工作，力争2015年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57万人，促

进东莞由人力资源大市向人力资源强市转变。 高端人才和中

高级技术人才紧缺 尽管“十一五”期间东莞市人力资源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才队伍数量增长较快，结构不断得到

调整，就业再就业形势取得新进展，工作成绩显著。但却依

然面临重大问题与挑战：高端人才和中高级技术人才缺乏，

人才结构有待改善；结构性劳动就业压力仍然较大；企业用

工环境有待改善，区域性吸引力有待加强；高层次人才资源

本土化亟待改善；人力资源研究、开发存在不足。 其中，高

端人才和中高级技术人才缺乏十分明显，2008年《中国人才

发展报告》指出，在综合竞争力靠前的47个城市中，东莞人

才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东莞人才结构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不完全匹配。 为此，在“十二五”期间，东莞人力资源事

业发展将转变观念，以留住、培养、使用和引进作为人力资

源事业发展的路径。加强留住高级人才的制度设计，加快高

级人才的引进开发，突出高级人才的引领作用。大力实施充

分就业和创业带动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城市活力

与竞争力。重视以职业能力建设为核心，造就适应东莞产业

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加大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创新人力资

源开发模式，突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方式。推进人



力资源事业的制度化发展，完善各类收入分配制度，切实维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到2015年，力争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

到157万人。普通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基本满足

东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着力向营造法治、人文、服务等软

环境建设发展，提供一个适合各类人力资源队伍发展的宽松

宽容宽厚环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建设“人才资源向往之地”。 8项工程保障“十二五”

规划实施 根据《规划》，东莞将加强6方面的工作：突出培

养引进高层次人才；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积极稳妥

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大力培养开发技能人才；重点开发引

进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紧缺人才；统筹各类人力资源队伍

建设；着力营造人力资源事业发展的综合环境。 其中，突出

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被放在了首位，《规划》提出，将创新

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校企合作培养体系，加大对

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的培养力度。依托国家、省重大科研项

目和工程、重点科研基地、重点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建设高

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到2015年，高层次人才达到9万人。 此外

，为适应东莞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形成适应东莞产业结构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专业技能型人才

的培养也将摆在重要位置。规划要求，到2015年，东莞市技

能人才达到92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6万人，其中高级

技工达到14.44万人，技师达到1.49万人，高级技师达到0.37万

人。 《规划》要求，东莞将通过创新人力资源服务管理方式

、创新人力资源事业发展工作机制、创新改革人事管理制度

等5项机制促进人力资源事业的发展。 为此，东莞将实施人

才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工程、骨干人才国际化培训工程、企业



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工程、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全民技能提升和储备工程、本土研发人才提升工程等8项工程

，保障《规划》实施。 规划亮点 积极落实就业政策，建立扩

大就业和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推动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

财政政策等与促进就业政策相协调。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推动城乡（社区）的劳动就业管理和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加强来莞务工人员就业服务管理，建立平等就业制度

。 创新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模式。强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围

绕产业发展的重要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两大重点，强化松山

湖科技产业园“科技中心”的功能，重点选取电子通信、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行业或区域技术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通过“总部吸引、产业引进、园区创业”三

种模式的发展，形成“有机构服务、有事业可做”的良好引

才引智的模式。 积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制度，优化用工环境

。以全国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区建设工程为抓手，研究制定和

谐工业园区的创建与评价标准，并将园区创建试点扩展到行

业创建。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构建和完善企业与职工

内部协商制衡机制。完善月最低工资、工资指导线、工资指

导价位等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稳妥推

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稳妥推进党政部门中事业制人员、聘

用人员制度改革。完善人员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现

人事关系的契约化，建立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知识、技

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体系。加强大学毕业生充实

社区基层的制度安排，稳妥地推进基层人事调整。 加大社会

治安治理力度，为东莞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营造安全良好的

生活与工作环境。重点解决人才入户、子女就学问题，简化



人才入户手续。重点探索安居保障，积极推进人才创业公寓

和人才专项住房的建设，采取实物和货币相结合的方式，多

渠道解决人才的住房需求。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水平，

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 6类人才统筹发展 党政人才 党政人才

队伍建设要从以增加数量、提高学历为主，转到以增强素质

、优化结构、提高执政能力乃至国际化素质为主的轨道上来

。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未来五年，东莞要适应推进经济社会结

构调整升级的需要，必须尽快聚集具备跨文化能力、通晓商

业运作规则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电子、金融、

航运、新能源、专业服务（会计、法律等）智力密集型现代

服务业人才，装备制造、石化、新材料、特种汽车等先进制

造业人才及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高新科技人才。

到2015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14万人。 专业技术人

才 重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基础领域操作发展能力。以紧缺

人才为重点，基本形成多元化的专业技术人才发展服务体系

，基本形成以企业、用人单位作为吸纳专业技术人才主要载

体的格局。到2015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46万人。 社会

工作人才 以“民生导向、政府推动、民间运作、公众参与、

社会监督”为运作模式，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

重点，完善培养体系，提升社会工作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技能

。到2015年，东莞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10000人。 农村实用

人才 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

度，切实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强农林生态保护，促进农业

规模化、现代化、市场化经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产业体

系，着力推进适应东莞农业发展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普通劳动力 促进普通劳动力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适应东



莞产业发展所需的普通劳动力资源。到2015年，普通劳动力

控制在219.02万人。新闻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